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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对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综合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为彰显教材对

学生学习的指导价值,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基于学生素养的养成,不仅以课程标准为要求设定目

标、以课程目标为引领编写内容、以内容为基础设定方法,还以方法使用为依据展开嵌入式评价,从而为学生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与提升提供了有效支撑。汲取其有益经验,我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可充分发

挥教科书的学习指导功能,加强教科书的学科联系,完善教科书的评价内容,提升教科书的使用层次,进一步

增强教科书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最终促进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综合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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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课程是为了实现各级各类学校的教

育目标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其目的、内容、范
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1],也是以教科书为媒介

所进行的教学活动[2]。教科书不仅是学习内容

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生最有效的学习工具。因

此,以学生的视角关注教科书的编写与使用,
可充分发挥教科书的角色功能。美国《国家历

史课程标准》明确要求,中学历史教学应落实

五种历史学习能力,包括时序思维能力、历史

理解能力、历史分析与历史解释能力、历史研

究能力、分析历史问题并作出决策的能力[3]。
这五种能力,其实质也是学生应具备的历史学

科素养。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按照课程标

准的要求,设定了学生综合性学习技能习得的

总目标,并以这一目标为引领在学科融合的整

体叙事中展开内容编写,以整体性的内容编写

为基础设定具体探究历史的方法与策略,以对

方法的使用为依据嵌入自主性评价。由此,在

“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的逻辑框架下展

开编写,以提高学生对于教科书的使用和开发

能力,进而提升中学生的历史学科素养和综合

素养。本文从美国教材委员会建议教师选择

的“经典”教科书[4]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三种

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培生(Pearson)子公司

PrenticeHall出版的《世界历史:连接到今天》
(以 下 简 称 Hall 版)、麦 格 劳-希 尔 公 司

(McGraw-Hill)出版的《世界历史》(以下简称

Hill版)和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

(HoughtonMifflinHarcourt)旗下 McDougal
Littell出版的《世界历史:互动模式》(以下简称

Littell版)———为例,通过对它们的文本分析,
提炼归纳美国如何基于学生素养养成编写中

学世界史教科书,以期为我国中学历史统编教

科书的编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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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课程标准为要求设定目标:综合

性学习技能的习得

  美国历史课程标准不仅解释了学生核心

素养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凸显了上述五种能

力的学习本质[5]。通常情况下,学校教育往往

把阅读、写作、表达等一系列学习基本技能的

培养局限于语言一门学科,但美国的中学强调

跨学科读写教学以及综合性基本学习技能的

习得。在世界史教科书编写中,同样强调如何

教会学生基于教科书的高效利用而形成良好

的综合性学习技能。Hall版、Hill版、Littell
版三个版本的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均以综合性

学习技能习得为目标设置了帮助学生增强学

习技能的栏目,以提升学生对教材的自主性使

用能力。具体技能要求见表1所示。
表1 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学习技能要求

版本 栏目 技能内容

Hall版

世界历史:连接到今天

(Worldhistory:ConnectionstoToday)
技能手册

地图认识技能

图片与图表理解技能

视觉解读技能

分析史料技能

比较观点技能

分析信息技能

分析因果技能

提出并解决问题技能

互联网使用技能

Hill版

世界历史(WorldHistory)
阅读技能手册

技能建构板块

阅读技能

社会科学习技能

信息技术技能

研究写作技能

Littell版

世界历史:互动模式

(Worldhistory:PatternsofInterraction)
技能建构手册

批判性阅读技能

社会研究写作技能

创建展示技能

  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版本的教科书从多

个维度与层次对学习技能的培养提出了具体

要求。不仅如此,这些基本技能在实际教学中

还被进一步细化。如,Hill版的“研究写作技

能”又分为笔记记录、信息归纳、列提纲、撰写

报告等内容,且对其不是简单罗列要求,而是

通过具体的解说步骤和方法训练教导学生如

何习得这些技能。从整体上看,三个版本的教

科书在技能培养上有一个共同点,即:高度重

视阅读技能的培养。这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

理解美国世界史教科书编写是如何凸显学生

的教科书使用能力的。
对于历史学科而言,阅读并非一般意义上

的日常阅读,而是以历史认知建构为目的的高

层次阅读。教科书文本阅读水平的高低将直

接影响学生的历史建构。因此,美国中学世界

史教科书虽然对于阅读要求的侧重点不同,但

均强调学生在阅读教科书文本时要读通、读
懂、读出联系,且非常注重阅读前预习的要点、
阅读中积极阅读的方法、阅读后总结反思的策

略,强调三阶段连贯性指导。如,Hall版教科

书侧重有效的积极阅读,要求学生做“积极的

读者”,即“通过思考、提问、质疑,有时甚至是

反对 作 者 的 观 点 而 沉 浸 在 阅 读 材 料 里 的

人”[6]xxxviii,并提出了寻找内容联系的分类归纳、

因果关系、整理时序、对比反比等阅读模式以

及所对应的图示策略。如:分类归纳使用概念

图示结构;因果关系使用“因果图表”结构;整
理时序通过制作流程图或时序线;超过两个比

较项时用矩阵或表格比较,只有两个比较项时

用维恩图比较[6]xxix。具体阅读模式及图示策略

见图1所示。Hill版教科书则更侧重于研究性

阅读的技能,突出教科书的工具性作用,要求

学生围绕问题,理解、联想、厘清文本结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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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推动研究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6]RH1。

Littell版教科书凸显了批判性阅读的重要性,
提出了七种批判性阅读技能,它们分别是:确

定主要思想;理清时序;理解、归纳史实;发现

和解决问题;分析因果;比较和对比;区分事实

与意见。

图1 美国世界历史教科书提供的部分阅读模式及图示策略

  总之,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以学生历史技

能的自我训练为核心,从不同层面集中探讨了

历史学习中听、说、读、写相关技能的习得。这

不仅能有效帮助学生全面掌握历史学习基本

技能,同时也注重了对各项技能的强化和巩

固,从而使学生养成充分调动和应用相关技能

去分析和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以课程目标为引领编写内容:在学

科融合中展开主题性整体叙事

  历史学科涵盖了政治、经济、科技、教育、

文化等各个领域,具有综合性。如果历史教科

书的内容选择只强调历史学科的优先性和独

立性,那么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知识的割裂,

从而限制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因此,历史教科

书应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而不是孤

立、分散地记诵历史知识。事实上,美国历史

课程标准对“综合性学习技能习得”总目标的

设定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美国中学世界历

史教科书的编写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而展开,

其内容展现出良好的整体性,在编写理念和编

写内容上都体现出跨学科的叙事风格,有利于

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整体认知,塑造学生跨学科

的社会理解思维品质。

一方面,教科书编写者结合美国历史课程

标准要求,对世界历史进行归纳和分类,确定

跨学科理解历史的主题。即使不同版本教科

书的主题关键词会有所不同(具体见图2所

示),但探讨的基本都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重

要且不断再现的主题,阐释历史是什么以及为

什么要学习历史,并在后续各章节所涉及的各

段历史中,都聚焦到对相应主题的理解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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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题既呈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线索,同时又

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既可促使学生进一步

深入理解教科书内容,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建

构世界历史知识的整体框架。

图2 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编写主题

  另一方面,在选材和编写中充分体现出跨

学科知识融合的理念。美国历史教科书在大

历史的基础上,以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法则

为核心,有机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建筑、娱

乐、艺术、服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活动和知识

概念等,力求为学生展现一幅最贴近人类生活

的真实画卷。如文学,这是历史教科书常见的

选择内容。其较为典型者是从文学历史中摘

取了《史记》中的内容作为阅读材料,以帮助学

生像历史学家一样分析汉武帝和儒家思想以

及司马迁对此的态度。地理学科也是与历史

学科交叉结合最紧密的学科,下文的案例将进

一步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人文学科,美国历史教科书对自然科

学知识的融入也极为重视。如关于文艺复兴

中科学革命的内容,教科书会详细介绍17世纪

早期新的科学方法,并在正文中明确阐述这种

新的科学方法的内涵、其与以前方法的区别

等。甚至会以图示的方式列出科学方法的七大

步骤:陈述问题—收集问题信息—形成一个假

设或教育猜测—实验或测试这个假设—记录和

分析数据—陈述一个结论—重复这些步骤[6]357。

此外,美国历史教科书还通过设置跨学科

特色栏目,促进学生的人文精神与艺术修养。

Littell版教科书设置了看似与历史学主干知识

相去甚远的艺术性鉴赏活动栏目,如艺术鉴

析、手工艺品鉴析、建筑艺术鉴析等。Hall版

教科书也有人文社会链接、观点等栏目,使学

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能多角度、全方位

地了解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生活。如,在“古

代印度的发展”学习结束后,会设置一个有关

印度舞的人文链接,介绍印度舞的由来,并用

图片展示印度舞的手势以及所代表的含义,阐

明印度舞的影响等[6]84。Hill版教科书的鉴古

观今栏目,则会从建筑、文学、科技等方面对比

历史与现实。如,通过展示哈德良时期修建的

万神庙和弗吉尼亚大学圆形大厅建设图片,并

从建筑模式、建筑理念、混凝土强度等多个角

度予以解析,促进学生进一步理解罗马建筑模

式对现代设计的影响[7]164。

综上可见,虽然只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但

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很多跨学科的知识内容,了

解历史与社会的联系,有助于其提升综合素

养、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三、以内容为基础设定方法:在多维引

导中准确理解历史

  历史教科书作为学生学习和认识历史的

重要载体,其工具性历来为编写者所广泛重

视。这种工具性根植于教科书的具体内容,且

与教科书的人文性相得益彰。换言之,工具性

需以一定的内容为基础,且与人文性相融,方

能有效发挥作用。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

写亦是如此。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不仅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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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性整体叙事,同时还以此为基础设定了探

究历史的具体方法与策略,以充分发挥教科书

的工具性。一方面,在教科书中提供具体的材

料和观点;另一方面,对学生展开围绕时序了

解历史、围绕空间理解历史、围绕史料探究历

史的三维引导,以及依托任务帮助学生进一步

准确掌握历史,从而使学生通过教科书的“阅

读”形成“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的能力。

(一)围绕时序了解历史

美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时序

思维能力是历史推理的核心。”[8]基于这一理

念,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从三个方面切入,促

进学生对时序意识的自主培养。其一,以通史

体例编排,按时序分期分地区分专题进行叙

述。如:在世界古代史部分大的历史分期内,

分别叙述各世界性古代文明和各地域文明的

发展情况;世界近现代史也按时序,突出重大

历史事件,以时间作为历史分期的划分依据[9]。

在中国历史部分,也是按早期中华文明、中华帝

国的兴衰、中国的统一、元朝、明朝、清朝……这

样从古至今的顺序来安排相关内容[10]。其二,

教科书中设置了对历史时序的提示。在教科

书中,每章正文前均以时间轴标注本章重大历

史事件,并且注重历史的共时性,在时间轴下

方标出短时段内其他地域的重大历史事件。

由此,学生可依据教科书的提示,从世界视野

去思考中长时段内的历史事件。而且,除时序

提示外,每一节的内容中也设置了时间轴,更

为细致地再次标注出该节内容中重大历史事

件的时序。其三,在编写中设置特色模块,使

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更为紧密,促进学生

形成长时段历时性的理解力。法国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曾指出:“一种文

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

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要解决的问题不

在于将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文明的一切物

都一一告诉人们,而是要告诉人们,那些以前

与今天仍然相关的东西。”[11]美国在历史教科

书中设置特色板块,正是基于要让学生思考过

去—现在、现在—现在以及未来—现在。如,

Hall版和Littell版教科书中均设置了“联系今

天”板块。而 Hill版教科书在这一点上更为突

出,不仅在每章前言设置“对今天的影响”板

块,促使学生能总体把握本章重要事件对今天

的影响,而且在每节具体内容中还穿插了“历

史与你”“认识过去”等栏目,试图将教科书中

探讨的历史与今天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强

化历史的认识功能。如,在古代希腊一章的前

言中,明确指出希腊历史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影

响(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希

腊建筑仍被认为是优雅匀称的古典楷模,希腊

戏剧至今仍在世界各地上演,现代的民主政体

和公民观念发轫于希腊人的政治思想等[7]106。

在该章的“历史与你”栏目中,还提供了伯利克

里的葬礼演说,不仅要求学生探索美国宪法中

蕴含伯利克里所描述的何种民主理念,还要求

学生援引新宪法的条文,形成报告以阐述自己

的观点[7]108。此种编写策略既能让学生以史为

鉴,解释历史如何影响今天的生活,汲取解决

现实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历

史的激情与兴趣,促进历史理解力的提升。

(二)围绕空间理解历史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

时间和地理条件下发生的。只有将史事置于

历史进程的时空框架当中,才能显示出它们存

在的意义。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重视对

于空间的理解,各版本教科书的编写者不仅设

置了众多特色鲜明、类型多样的历史地图(包

括疆域图、路线图、形势图等),而且强调学生

对“读地图能力”的掌握。编写者通过设置地

图来分析问题,一方面使地图“活”起来,引导

学生深入发掘地图信息以及地图与本课历史

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在以文解图和对

历史的解释中,从时空联系的视角对学生进行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如,应用希腊地形图,

从希腊的地理环境来解析希腊的民主政治,是

各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普遍策略,但美国中学

历史教科书在地图使用中强调了学生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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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养。其要求学生依据地图完成三项技

能的习得:(1)能在地图上标出重要位置:爱琴

海、地中海、希腊、克里特岛、迈锡尼岛、雅典、

斯巴达以及奥林匹斯山;(2)能理解区域:希腊

的地理是如何阻碍统一的;(3)能比较希腊的

地理与其他古代文明有何不同[6]106。如此,通

过地理知识与历史批判性思维的有机结合,使

学生能通过完成任务深入理解希腊地理环境

对其民主政治的影响。

(三)围绕史料探究历史

历史过程是不可逆的,认识历史只能通过

现存的史料[12]。因此,史料对于历史的探究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中学历史教

科书的编写者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美国中

学世界史教科书不仅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原始

史料资料库,而且注重从方法论的视角引导学

生了解和把握史料的价值。如,通过询问材料

作者的意图(“来源”)、不同阶层的群体如何感

觉和回应该史料(“语境化”)以及什么背景信

息或不同来源的学生将需要评估这一材料的

可靠性(“确证”)等[13],来引导学生探索证据,

筛选论证方法。同时,还通过基于史料的追问

策略,提供一个可进行历史思维的平台,帮助

学生自行分析史料。这种指导强调的是实证

技能的培养,促进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呈现

信息和确定观点,从而真正认识历史。如,在

教科书中呈现《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忽必烈

宴会的原文,并要求据此作出分析:大汗宴会

上的桌子安排如何反映他所处的时代? 宴会

的中心人物是谁? 是大汗还是他的宾客? 为

什么? Littell版教科书还在附录中为学生提供

了原始资料手册(PrimarySourceHandbook),

包括“建构背景”和“基于材料的基本问题”两

个栏目。在“建构背景”中,介绍了包括作者、

写作时间、写作背景等在内的该原始材料的基

本信息,便于学生深入当时的历史情境去理解

材料本身的含义。美国历史教科书所采取的

这种“基于材料的问题”配合正文问题的方式,

深化了材料的内容主题,使学生能进一步巩固

从材料中获取的知识信息[14]R39。

(四)依托任务系统帮助提升“历史理解”

历史学科是一门培养思维能力的学科。

历史探究不仅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是一种课程

内容和课程形态[15]。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

的编写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教科书在序言

和旁设中将学习任务结构化,形成有逻辑有层

次的学习任务系统,以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正文

中的历史内容,并从探究的视角去理解历史。

三种常用的认知引导结构包括:序言的整体认

知结构、正文的理解认知任务和小结的总结认

知结构。

在三个版本的教科书中,“先行组织者”理

念均贯穿其间,教科书的结构化功能得到充分

体现。在每章的前言或导入部分,都会以结构

化图示(详见图3)向学生指出本课学习的核心

内容、能力要求、术语概念以及历史影响等。

这种清晰明了的全景式导入有助于学生知识

结构的建立。在正文学习中,同样设置有引导

学生思考的各种结构图或任务,以帮助学生理

解史实或分析历史结论。如,设置“记笔记”的

任务,旨在让学生自行分析罗马帝国灭亡的原

因和认识其灭亡的影响,而这个笔记结构还会

有相应的结构框架来对“通货膨胀”“不可信的

军队”“政治不稳定”等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因

素进行提示[14]173。此类笔记结构框架在Littell
版教科书中随处可见,且涵盖了分析、归纳、比

较、总结等多种思维能力的训练。Hill版教科

书中的“阅读考查”也是与其类似的一种任务。

该教科书在对每一部分正文或史实予以介绍

之后,都会呈现一个有助于学生理解或思考的

任务,如,在介绍完罗马共和国的内容后,设有

一个“阅读考查”任务:说明罗马人是怎样维持

他们的帝国的[16]。此类笔记结构图示会与阅

读技能图示结合,设置于旁设系统各个部分。

从整个教科书的编排可以看出,美国历史教学

的宗旨就是要为促进学生的历史素养,特别是

从理解历史的自我探究层面学习历史提供有

力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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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的前言结构及作用

  四、以方法使用为依据嵌入评价:在自

主性评价中提升学科核心素养

  美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所设定的目标为

综合性学习技能的习得,而“能够在课程学习

的过程中设计、监控和评价自己的学习活动”

是美国中学生学习评价的重要内容[17]。进一

步讲,学生对自身学习能力的自主性评价是其

综合性学习能力的重要体现。但值得注意的

是,“方法”是教科书工具性的重要体现,综合

性学习能力的习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

对历史探究方法的掌握。因此,美国中学历史

教科书往往把评价作为重要一环嵌入教科书

的编写中,其目的在于将听说读写等外显的行

为能力和解释推理等内隐的思维能力整合为

标准化或开放性的练习而加以强化[15],以此提

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具体而言,教科书中

关于评价的环节主要体现在每节后的总结、回
顾部分,以及每章或几章后的阶段测评中。

在节后的总结与回顾中,主要包括复习总

结和批判性思考,但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在名称

和栏目上会有所区别。Hall版教科书中,复习

分为“回顾”和“综合”两个栏目;Littell版教科

书中,基于复习总结设有“名词解释”和“笔记

整理”等栏目,主要关注核心问题、形成概念、

解释观点、阐明因果、发挥想象建构历史叙述

等。如,“东亚文明传播”一章中“中国两个黄

金时期(唐宋)”一节,课后回顾要求学生“认识

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大运河、李白(识记);

解释篡位、朝贡体系、土地改革、贵族等(形成

概念);分析唐宋的崛起为中国带来了何种积

极作用,描述唐宋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而社

会结构又如何反映儒家传统,综合分析什么思

想和传统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中国诗人吟诗

的主题是什么等(阐释观点、阐明因果)”。在

批判性思考部分,则主要由批判性问题以及跨

学科思考或者应用性的写作构成,强调分析各

种历史资料、提出假设、辨别事实与虚构、比较

质疑历史观点、评价历史问题、选择立场等能

力的培养。不仅如此,批判性思考部分还要求

学生进一步掌握运用地图和运用信息的能力:
“运用地图,说明唐朝以前的中国地图与唐朝

以后的中国地图有什么不同,至少列举两点;

运用信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句话怎么反映

了唐宋时期乡村政府的性质?”

章后综合复习和评价的整体结构,除节后

总结的核心内容、知识结构、名词术语、批判性

思维等主要内容外,还强化了社会科学、创新

思维、跨学科思维、互联网拓展知识运用以及

标准化考试训练等。在知识点回顾与总结中,

继续强调术语和核心史实等常识性内容的总

结,会列出哪些术语或人物是需要掌握的,并
让学生自行解释。如,唐太宗、成吉思汗、马
可·波罗是谁。在核心史实的复习中,则进一

步关注了跨学科思维意识,不仅引导学生对本

章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进行思

考,还会从跨学科的视角提出任务让学生自主

完成。如,从科技视角出发,要求学生选择三

种由唐人开发的产品,并讨论它们的重要性;

从地理视角出发,比较日本和中国的地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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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思考地理是否影响了双方社会的发展,等

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常识性认识不再局限

于单一的主要观点和术语理解,而是更加强调

全章知识点的串联与归纳。在Littell版教科

书中,甚至设置了一个视觉总结栏目(Visual

Summary),要求学生完成列表、流程、循环、层

次结构、关系和矩阵等图示结构,从长时段整

体把握历史发展的概况和进行大时空跨地区

历史现象比较分析。同时,表现性评价是章后

自我评价的重点。教科书会设置历史写作、交

流展示等较为常见的关于自我评价的任务,其

目的在于使学生能依据这些任务自我检测是

否具有相应的表述与展示能力。在某些情况

下,交流展示还会结合数字化教科书的内容,

以提醒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一步学习和拓展。

如,教科书中列出公元400—1600年间亚洲主

要宗教的表格,要求学生使用互联网资源完成

佛教、印度教、儒教和神道教的创建人、信念/

信仰的神、仪式等内容的查询,最终完成表格

填写。

在章后评价中,学生自评的另一个有效途

径是设计标准化试题。标准化考试是美国的

重要考试之一,其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

生能否毕业或升学。因此,在教科书编写中,

通常会以标准测试题作为学生自我评价的参

照,同时会提供答题策略,而不只是简单呈现

试题。如,对于标准化考试最主要的选择题

型,教科书设有答题“七步法”:第一步,读题

干,尝试直接回答问题,而不依据选项提示;第

二步,看核心词;第三步,结合题干与选项再次

阅读,不急于选择答案;第四步,排除明显错误

选项;第五步,寻找绝对性的修辞语排除错误

观点;第六步,再次阅读迷惑项;第七步,注意

“不是”“不含”等诸如此类逆向思维词语。由

此,学生能从科学化和概括性总结中提高自我

训练能力和举一反三的学习技巧。

  五、美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对我国中学

历史教科书编制的启示

  历史教科书无疑是学校历史教育最主要、

最基本的教学资源,如何让教科书更好地支持

核心素养导向下的历史课堂教学,还有待我们

深入思考。当前,我国高中历史统编教科书还

处于试用阶段,初中历史统编教科书尽管已投

入使用,但仍需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因此,我

们可以从美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汲取有益

经验,促进我国中学历史统编教科书的建设与

发展。

(一)发挥教科书学习指导功能,使其成为

学习的促进者

学习活动要有效率,学生必须掌握有效的

学习方法,而教科书就具有为学生提供合理学

习方法的“学习指导功能”[18]。这种学习方法

不仅应是学科知识的学习方法,还应是结合学

习基本技能的方法。在课堂学习中,学生通过

“听”和“读”来接受信息,通过“说”和“写”来表

达思想,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为“学

会知识”和“学会学习”提供支撑。在我国的中

学教学中,阅读、写作多局限于语文学科,而忽

略了在其他学科中“听说读写”这一基础能力

的培养。从美国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中我们

可以发现,其大量辅助性系统为学生提供了基

础性的学习策略指导。这些指导不仅有效促

进了学生在阅读教科书的过程中进行自主思

考,而且能使其及时进行自我反思,灵活调整

学习策略。因此,应更加重视教科书的指导功

能,特别是适度增加学习方法和学习思路的指

导,将听说读写等基本技能与学科知识有机融

合,提升学生学习的效度,使教科书真正成为

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二)加强教科书的学科联系,使其成为知

识的联结者

整体性是知识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在工业

4.0背景下的教育领域,学科交叉已成为一种

必然趋势。在这一趋势下,教科书的编写理应

适度突破学科分割,实现学科的交叉融合,从

不同学科的视角、应用不同学科的方法、通过

不同学科的知识积累来培养现代人。对此,美

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给予了较好的回

应。一方面,编写者在选材时以历史学科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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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念与法则为核心,强化多学科知识的整合

与联系,同时结合其他社会学科知识概念来组

织梳理课程结构,以促进学生在教科书的使用

过程中形成一种学科间知识相互联系、相互补

充的观念;另一方面,编写者在辅助系统中创

设了学生自主开展跨学科学习的栏目,以在关

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帮助学生从整合的、

多维度的历史视角对历史进行观察,促进其实

现学习迁移。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的这种

编写策略为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较

好借鉴。如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可使内容侧重

于在教学中建立学科之间的联系,在大通史下

增加更多的学科专题内容,运用跨学科的知识

来帮助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同时,还可加大对

旁设内容的开发,在不影响正文历史主干知识

的前提下,适度增设学生自主学习的跨学科拓

展知识或鉴赏活动,以此让学生的人文素养得

到全面提升。

(三)完善教科书评价内容,使其成为评价

的帮助者

学生自我评价是其认识自我、激励自我、

调整自我的重要手段,自评能力的提升也有利

于增强学生自我教育与管理的责任感。对于

中学历史教学而言,使学生能够对自身学习进

行监控、判断、反思和调节,进而通过自评、内

省获得持续改进或自我肯定意识,促进主体学

习的建构,是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路径。

在这一方面,美国世界史教科书的编写为我们

提供了可借鉴之处。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

的编写思路是“学习活动前创设学习结构—实

施过程中设置各种笔记记录与问题思考—学

习结束后设置相应的节后复习与章后检测”,

力图以创设覆盖学习全过程的自我检测任务

来引导学生完成自我检测。事实上,思考题和

课后习题在我国的教科书中也甚为常见,区别

在于美国世界史教科书的自评测验不仅贯穿

全过程,而且单独的课后考查形式更为多样,

题型设置更为丰富,考查目标和内容也更为全

面,包括思维方式、阅读技巧、语言组织、信息

技术以及写作能力等。如此丰富的评价内容

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以及全面发展起到了

很好的指引作用,而这正是我国的历史教科书

相对缺乏的。

(四)提升教科书使用层次,使其成为素养

的培育者

教科书设计得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学生的

学习效果。斯纳布拉斯(Sinapuelas)认为,学生

使用课程资源有四个水平层次:记忆者—程序

者—批判思维者—研究者,不同层次者使用教

科书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记忆者”仅浏览

教科书,无真正意图,仅记住事实,将教科书作

为参考来查找答案;“程序者”尝试在个别事实

之间建立联系,能记住如何解决给定类型的问

题和建立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批判思维者”

能用自己的语言把知识表达出来,融会概念阐

释解决方案,为混淆的概念提供可选择的参考

来源;“研究者”在概念和基础理论之间建立联

系,对概念的真伪提出质疑,并思考它们如何

与更大的主题进行关联[19]。

在我国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往往需要

教师作为中介来完成上述不同使用层次的转

化。而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在编写时就强

化其“结构化功能”,试图使学生自主完成转

化。其通过对时间轴和地图的阅读指导,以及

对材料的搜集、梳理、分析、总结、评价的指导,

同时设置各类特色栏目,使学生能够将思考成

果以恰当的形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在凸显历

史学科的价值方面,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的

编写更是值得借鉴。该教科书中大量的“与今

天联系”栏目,可让学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深

入理解过去对现今的影响。虽然我国中学历

史教科书对此也有所强调,但往往寄托于教师

对内容的二次开发,进而再作立意设计或总结

升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的提升形成了阻碍。

总之,我们从美国中学世界史教科书的编

写中可以看到,从方法论的角度设置各种结

构,强化历史方法、历史思考、历史素养等程序

性知识的引导,对于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

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国的中学历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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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的编写,应增加提升学生自我研读与探究

能力的内容,引发学生深层次思考,帮助学生

从教科书“记忆者”向更高层次的教科书使用

者转化,从而全面把握教科书所传递的信息,

充分发挥教科书的引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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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ndEnlightenmentofWorldHistoryTextbooksinAmericanMiddleSchools

XIEOu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compilationofhistorytextbookshasacrucialinfluenceontheimprovementofstudents
coreliteracyandcomprehensivequalityinhistorydiscipline.ThecompilationofAmericansecondary
schoolhistorytextbooksisbasedonthecultivationofstudentsliteracy.Itnotonlysetsthetargetac-
cordingtothecurriculumstandards,butalsosetsthemethodsbasedonthecontentandcarriesout
embeddedevaluationsaccordingtotheapplicationofthemethods,whichprovidestheeffectivesup-
portforthecultivationandenhancementofstudentscoreliteracyinhistorydiscipline.Drawingonits
usefulexperience,thecompilationofChinesesecondaryschoolhistorytextbooks,cangivefullplayto
thefunctionoftextbooklearningguidance,strengthendisciplinaryconnectionoftextbooks,improve
theevaluationcontentoftextbooks,enhancetheleveloftextbookuse,inordertofurtherenhancethe
systematicandscientificnatureofthetextbooks,andeventuallypromotestudentscoreliteracyand
comprehensivequalityinhistorydiscipline.
Keywords:historyteachinginsecondaryschools;historytextbooks;coreliteracyinhistorydiscipline;
historicalliteracy;textbook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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